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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反映社会生活和精神信仰。lZU万圣书城

陶瓷制品的造型、装饰、釉色都与当时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有关，从某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社会生活的某些内容。认识古代陶瓷，也是了解中国历史的一个途径。lZU万圣书城

7．陶瓷器多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lZU万圣书城

陶瓷器既可以作为实用器具，又具有艺术价值和观赏价值。陶瓷还是收藏品市场的大宗，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国人文化水准提高，收藏与鉴赏古代陶瓷，成为一种增强人文素养，提高文化品位的途径，也成为一种投资手段。lZU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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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万年前发明机械石砻。把稻谷加工成大米和砻糠。人吃大米饭变得更聪明。把白砻糠灰掺入石灰发明硅酸盐水泥。把黑砻糠灰惨入陶土，烧成黑陶、(北方没有)夹炭陶。把一小块陶片寄到北京中国农业大学请张文绪教授用电镜扫描其中七粒稻谷印痕，鉴定为2--3万年前原始栽培水稻。比河姆渡水稻早2万年。lZU万圣书城

  到1万年前出现硬陶上釉，再发明白陶------发明原始瓷器，到5000年前黄帝用过的碗已经是青瓷(北方还在用釉陶)。3000年前商朝发明青花瓷器，直到汉代青花瓷碗是挖底.底上无瓷釉。lZU万圣书城

  到隋文帝杨坚统一中国。百废俱兴。对烧瓷业实行四项革新。(1)瓷土水磨再经过10年陈腐，达到纳米级。(2)改进制坯工艺，制成薄胎，瓷塑瓷雕工艺。(3)改进瓷釉配方，烧成玻化透明有小气泡釉面。(4)采用多口进火提高窑温，烧成高硬度瓷器。因此到唐贞观之瓷达到1.薄如纸，2.青如天(半透明)，3.声如磬(硬如玉)。lZU万圣书城

  据我收藏的汉青花与唐青花比较进步很多。唐时慈溪县的越窑青花瓷和白瓷彩绘瓷从宁波港输出到非洲埃及欧洲(沿途都发现青花碎片贴在大门墙上.而中国北方千里难得一块青瓷。慈城到处有青瓷出土。各位难道不觉得奇怪吗？)外国珍贵得似“白色金子”。不叫唐国而直呼“慈溪”。英文[CHINA]。中文音译成“瓷器”。汉《说文》无“瓷”字。宁波话一直叫瓦器。而且宋代精品瓷出国也标明[CHINA]。lZU万圣书城

  到了南宋在临安(杭州)建都，建立“官窑”，标有[官]字和[内府]。可惜北方人闻所未闻。到南宋亡国。烧瓷业一落千丈(老工匠师傅回家种田)。不久虽然开工，烧成青花已不及汉代(倒退1000年)，而中国专家只根据北方出土文物没有唐宋青花。就武断青花始于元代。何其愚而且谬也！到明代才逐渐复苏。清代有所进步。(元代的年代款写在瓷器上部，明清写在底部)但仍不及唐宋精品。lZU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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